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严德勇 郭萌 许敏

时值盛夏，碧空如洗。
急转拉升、失速偏离、俯冲攻击……

空军航空兵某旅多名飞行员驾驶战机
捉对“厮杀”。面对“金头盔”飞行员王
帅的步步紧逼，年轻飞行员杨俊成驾驶
战机突破极限速度和高度，始终游离在
王帅的导弹攻击区域之外。
“注意迎角！注意迎角……”耳机

里不断传来语音警告。杨俊成清楚，这
刺耳的警告声并非战机故障所致，而是
他主动挑战进入左边界寻觅战机，探索
飞行极限。

这一幕，让飞行教官杨春雷颇有感
触：“以往，飞行员进行换装训练，很少
飞边界、失速、大迎角等险难课目。如
今，飞行员在训练中探索战机极限性能
已成为常态。”
“‘敌’跟踪！”杨俊成耳机里传来语音

告警。就在大家认为杨俊成难逃敌手、胜
负已定时，杨俊成抓住云层遮挡的瞬间，
紧急施放干扰，大机动摆脱，然后迅速拉
杆跃升完成攻防转换，实现漂亮反击。

杨俊成走下战机后，战友们纷纷向
他竖起大拇指。训练复盘，杨俊成与战
友分享心得：“不管什么机型，只有摸清
极限性能，才能更充分挖掘出战机的潜
能。再复杂的训练课目，只要遵守规则
讲科学，风险就可控。”

至今，杨俊成仍清晰记得自己首次
飞失速螺旋课目时的情景：短短几秒
钟，刚刚还轻盈如燕的战机突然震颤。
随着迎角进一步加大，整个战机剧烈颠
簸起来，航向和坡度也开始偏移……杨
俊成瞬间大脑空白，手心冒汗。他强
迫自己镇定下来快速反应，按照操作要
领飞离了险境。

有了这一次突破，杨俊成第二次飞
失速螺旋课目便不再慌乱，操纵战机进
行其他边界性能课目训练时也更加从
容。由此他认识到，要想掌握战机的边
界性能，首先必须飞越思想上的“边
界”。心理障碍突破后，训练的“边界”
才能不断拓展。
“没有谁天生勇敢。”在飞行教官杨

春雷看来，极限飞行充满不确定性，只
有预知风险才能预防风险，认知风险才
能规避风险。为提升飞行员在战机出
现复杂状态时的果断处置能力，该旅充
分预想预测飞行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
险，做好针对性处置训练。

在一次次不断“触摸”边界的探索
中，飞行员们逐步突破能力成长的“天
花板”。记者了解到，换装训练以来，
该旅有针对性地强化复杂气象、强电
磁干扰等险难课目训练。低空飞到最
低、载荷拉到最大、实弹打到边界……
在挑战极限中，他们不断寻找战斗力
新的增长点。

目前，该旅多批换装飞行员以全
优成绩通过考核，部队战斗力建设迈
上新台阶。

上图：火力打击。 师勇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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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机关干部当
兵蹲连工作展开，组织科干事杨春明把
蹲连干部反馈的问题整理分类，对接相
关科室进行解决。看到此次当兵蹲连工
作扎实推进，他不禁回忆起半年前自己
的那段“尴尬”经历。

那是杨春明第一次当兵蹲连，来到
连队后，他本以为会住进班排，没承想被
指导员带到一间收拾妥帖的单间。指导
员说：“你是客人，这段时间先在这里住
下，方便处理公务。”杨春明一再表明要
住进班排，却拗不过指导员的“盛情”，只
得住下。

由于机关人手紧张，杨春明原有工作
无人接替，他只能一边蹲连，一边处理机
关业务。一天深夜，科长发来一份急需处
理的文件，杨春明加班到凌晨 3点才完
成，白天几乎没有精力参加连队工作。

没想到，后面这样的情况并未改观，
杨春明“做客”的感觉也越发强烈，而他
住的单间俨然变成了“办公室”，他这才
明白指导员当初的“良苦用心”。

半个月的当兵蹲连生活一晃而过，
杨春明觉得自己不但没有真正体验基层
生活，而且给连队增添了不少麻烦，心里
十分过意不去。杨春明与其他蹲连干部
交流后发现，自己的经历并非个例，于是
在向旅党委提交的蹲连报告中，他如实
进行了汇报。

当兵蹲连干部为啥成了基层的“客
人”？这份报告引起该旅党委重视。他们
深入调研后，组织机关、基层围绕“机关干
部下连当兵如何走实，蹲连帮建如何帮出
实效”进行讨论，并收集大家意见，对当兵
蹲连工作进行调整：机关建立蹲连干部工
作交接代理机制，确保他们踏实蹲连；蹲
连人选重点安排基层任职经历欠缺的干
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问题回访机制，
确保基层官兵的困难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野外驻训开始后，该旅机关干
部当兵蹲连工作同步展开。人力资源科
干事高兵被安排到炮兵营蹲连，他了解
到几名官兵的家庭正面临涉法问题，自
身无力解决。他第一时间联系保卫科负
责法律业务的干事，为官兵提供相关服
务消除后顾之忧。

做实当兵蹲连工作，真情帮建解
难。今年野外驻训，该旅实战化训练稳
步展开，官兵练兵备战热情高涨。

第71集团军某旅干事杨春明下连当兵的一段经历令人反思—

当兵蹲连不是“换个地方办公”
■朱宇伦 孙子洋 高骏峰

从这则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当兵蹲

连的干事杨春明并不想成为基层的“过

客”，却硬被基层官兵当成了“客人”。

蹲连干部为啥被当成“客人”，只是

基层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官兵的眼

睛是雪亮的，如果机关安排当兵蹲连工

作流于形式，基层自然没法把蹲连干部

当作“一家人”。从杨干事的这段经历

可以看出，一些基层官兵认为机关干部

当兵蹲连，不过是“换个地方办公”而

已。

反思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机关

对当兵蹲连这项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

到位，以至于蹲连干部下得去却蹲不住，

无法做到在行动上、感情上与基层同频

共振，最终成了基层官兵眼中的“客人”。

窥一斑而知全豹。抓建基层，必须带

着“以营连为家，以官兵为本”的态度去筹

划当兵蹲连这项工作，密切联系基层，及

时解决问题，真正服务官兵。

蹲连干部为啥被当成“客人”
■张科进

短 评

本报讯 张帆、特约记者陈帅报道：
6月下旬，在火箭军士官学校专项演练
现场，学员陈志豪在视线不佳且无观察
员引导的状态下，利用该校研发的某型
号导弹瞄准车对点装置，驾驶仿真车辆
快速完成作业。近年来，该校大力开展
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助推新装备教学
水平提升。

随着新型导弹武器陆续列装部队，该
校部分课程的教学实践出现老训法与新装
备“不兼容”的问题。“新装备的性能开发、
新老战法的融会贯通，都离不开科技创
新。”该校党委在议教议训会上提出，广大

学员战斗在实战化训练一线，在武器性能
改进、训法教法革新等方面最有发言权。
要充分运用群众智慧开展科技创新，向基
层技术骨干、一线部队官兵敞开科研大门，
利用来自训练一线的群众智慧，不断提升
新装备教学训练效能。

今年以来，该校深入开展群众性科
技创新活动。他们利用中高级士官来校
培训、专业教员部队跟训、科研骨干进厂
调研等时机，广泛收集一线官兵对新装
备训法和教法的创新构想；由教员和部
队骨干组成创新团队，采取双向联合、双
向比对、双向竞争的方式，紧贴实战需求

推进科研攻关。
技术攻关带动教学训练水涨船高。

针对某新型号导弹特点，某部三级军士长
刘波与学校共同研制出全实物仿真训练
器材，使自主训练效率得以提升；该校研
制的某型号导弹基本操作技能模拟训练
装备，改写了“授课凭经验、评判靠人力”
的传统模式，实现了操作现象同步传输、
多点同步监控指导。此外，该校特装车辆
对点装置、夜间驾驶测距装置等创新成果
推广到部队后，帮助驾驶员在复杂环境下
及时发现处置情况，提高了操作精度和安
全性，得到部队官兵的广泛好评。

火箭军士官学校深入开展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

新装备教学问计一线官兵
沙场练兵，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未来战场，环境更加复杂、转换更加频

繁、对抗更加激烈，如果平时不练就过

硬的制胜高招，战时便难以从容应对。

但高招不会轻易得来。没有将自

己逼到绝境的勇气，就触碰不到战斗

力提升的上限。只有用极限训练应对

极限挑战，打破禁锢、挑战禁区，才能

跨越临界点、突破极限值，挖掘出人和

装备的最大潜能。

应当看到，当思维的“天花板”不再

成为战斗力生成的无形禁锢时，战斗力

建设才能节节攀升，战时才能从容应

对、克敌制胜。

向极限训练要战斗力
■高立英

短 评

7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

某防救支队联合潜艇部队在某

海域开展援潜救生演练。

张东杰摄

本报讯 夏先杰、刘泽华报道：“夏天
训练完一身汗，没有淋浴间很不方便”“同
一信息反复统计，很多休息时间耗在了这
上面”……7月上旬，第 80集团军某合成
旅开展“你说我听、你提我议”交流会，基
层官兵代表畅所欲言，向机关提出意见建

议，机关及时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往连队建设稳中有进，连队干部

也自我感觉良好，直到那次偶然听见战士
发牢骚，才意识到我们的工作还有不足。”
修理连指导员沈伟凡告诉笔者，以往连队
虽然设有意见箱，但收集的意见却寥寥无

几，个别战士甚至担心通过意见箱反馈想
法会被人当作“打小报告”。久而久之，意
见箱成了摆设，官兵的心声无处可说，矛
盾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并解决。

针对这一现象，该旅机关定期组织
“你说我听、你提我议”交流会，让基层官

兵充分表达意见需求。“只要是为了部队
建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据该旅领导
介绍，起初有人担心这是“走过场”，首次
交流会上只有少数人发言。让基层官兵
没想到的是，交流会结束后，会上所提问
题建议很快就得到整改落实。此后开交
流会，基层官兵逐渐敞开了心扉、打开了
话匣。

新修葺的淋浴间方便官兵沐浴，信
息汇总管理制度“出炉”……自该旅开
展交流会以来，基层官兵大胆建言献
策，机关积极统筹协调，先后解决实际
问题 23件。

第80集团军某旅注重倾听基层意见

交流会畅通官兵建言渠道

本报讯 汪泽仁、郑威琛报道：
“在太行山区反抗侵华日军的战斗中，
我们支队前身部队三排排长马友凤左
肩中弹，可他毫不退缩，高举大刀向敌
人头上砍去……”7月 7日，武警兵团总
队某支队机动一中队指导员符东，拿
着队史“光荣册”中一张张泛黄的照

片，为官兵讲述英雄故事。
近年来，该支队党委注重用光荣

队史激励官兵的血性胆气。他们挖
掘支队前身部队在太行山地区坚持
敌后抗战的光荣队史，梳理历史荣
誉，盘活教育资源。每逢重大节日、
纪念日和老兵退伍、新兵下连等时

机，该支队都要组织官兵学习光荣队
史、讲述革命传统故事。
“革命先辈敢打头阵、不怕牺牲的

血性担当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这
是我们要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在机
动一中队的故事会上，列兵肖扬动情
分享自己的爷爷参加抗美援朝时的英

雄故事。他的爷爷曾在保卫大同江
大桥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被授予“一
级战斗英雄”称号。肖扬来到“尖刀
八连”中队后，誓当英雄传人的信念
更加坚定。

战士吾买尔·阿不拉入伍时因远离
家乡，再加上性格内向，一度心情低落。
聆听光荣队史故事后，他积极学习普通
话，刻苦训练。今年，他作为唯一列兵入
围参加总队训练尖子比武，受到总队通
报表彰。

光荣队史激励官兵永葆血性本色。
近年来，该支队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
项任务。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用光荣队史激励官兵

故事会讲述革命传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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